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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即墨蓝村“桃源稻香”乡村振兴示范区 感受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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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精神进城乡社区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老河焕新生 村庄入画来

蓝村街道位于即墨区西南部，高速
路网四通八达，尤其胶东国际机场启用
后，给蓝村街道全面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蓄势待发的蓝村街道开始突飞猛
进，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方面更是走在了
青岛市的前列。

“王演庄村有3个自然村，现在的村
庄面貌与几年前相比变化太大了。不仅
环境变美了，文化内涵也有了，旧村庄变
成了新景点，土地变成了金疙瘩。”王演
庄村60岁的村民王富贵说。

蓝村是一个有着厚重文化底蕴的地
方，王演庄河流经王演庄南村、王演庄北
村。因发源地为三口泉眼，故称“三泉
河”，被王演庄村民视为“母亲河”。近年
来，蓝村街道发力美丽乡村建设，三泉河
焕发新生机，沿途的官道、老建筑也得以
修复。记者置身三泉河畔，漫步于木栈
道之上，感受着“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
画意，俨然置身世外桃源。

果蔬采摘园 吸引游客来

借助入选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政策契机，蓝村规划打造了“桃源稻乡”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定位于都市农业为
先导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和以农商文旅融
合为特色的乡村休闲区。经过几年的培
育，蓝村在果蔬种植方面建立起了优势，
已建成晴王葡萄、红玛瑙大枣、宁禾园火
龙果等10余种高附加值精品果蔬种植、
采摘、加工、储藏、物流一体化园区，形成
四季有果蔬、多点齐开花的产业优势。

如何使各具特色的果蔬采摘园串联
起来，形成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线
路，这成了“桃源稻乡”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蓝村依托该辖区
现有的自然人文资源，巧妙借“题”发挥，
融入交互体验元素，培育出一条乡村精品
旅游线，串联“百联奥特莱斯商业综合体
—三泉河—精品采摘园—小桥人家—桃
源河”，打造“桃源有礼”“三泉水韵”“小桥
人家”等“桃源稻乡八景”。另外，通过扶

持引导周边村民将农村小院打造成“田园
民宿”和“休闲驿站”，在完善旅游基础配
套的同时，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乡村景色美了，游客多了，采摘园里
开始热闹起来。青岛百联奥特莱斯广场
是蓝村引进的首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项
目。今年，新零售商业与果蔬采摘“双向
互促”效应已在国庆假期期间得以彰显，
大量从城区驱车前来购物的游客顺道体
验采摘乐趣，品尝新鲜时令水果，串联成
一条近郊特色一日游的新路线。

昔日盐碱地 如今稻飘香

蓝村街道紧靠大沽河，辖区内有大
片的盐碱地。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里
就盛产盐碱水稻。10多年前，中断了40
年的蓝村盐碱地水稻借助乡村振兴又开
始种植起来。记者在蓝村街道郭家屋子
网格采访了解到，这里的 100 多亩盐碱
稻，很快走上了市民餐桌。郭家屋子网
格党支部书记赵丽介绍，这片稻田曾经
是一片荒地。为了让薄弱村尽快驶上共
富“快车道”，2019 年底，赵丽作为公开
遴选的支部书记来到该村，把产业振兴
的“主战场”瞄准了村子北边的上百亩盐
碱地。2020年初，依托网格村党支部成
立青岛助扶兴梦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从村民手中流转了100亩闲荒土地开始
海水稻种植。没想到，当年就迎来了大
丰收。

目前，合作社的社员也由12户增加
到32户，村民郭宗全就是其中之一。“种
麦子每亩最多收个六七百斤，不够本钱，
种玉米大部分会涝死，连本钱都收不回
来，所以我想着不如种稻子。看到村里
其他人种得挺好，也就跟着村里干了起
来。”郭宗全说。

记者了解到，蓝村盐碱地水稻目前
种植面积达到1200多亩，以前的盐碱地
经过改良后亩产水稻超过1000斤。

在保护原有自然生态的同时，发展
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新业态，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一幅水稻种植、旅游休闲为一
体的“桃源稻香”乡村振兴示范区新画卷
在蓝村徐徐展开。

河流变身文化纽带
蓝村以乡土文化为乡村振兴

赋能，挖掘诸如人文故事、人文历
史、乡贤事迹等优秀资源，聚焦风
土人情、民风民俗、地域地形等地
方特色，充分运用乡土文化，发展
乡村旅游，让当地群众感受乡村生
活那“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
美丽风光，点燃群众爱乡、护乡、念
乡的热情。

蓝村围绕建设“幸福河”这一理
念，对王演庄河、桃源河顶层设计，
提升河湖面貌。充分挖掘王演庄
河、桃源河河湖文化，融合美丽乡村
建设、地域文化特色等，串起全域村
庄，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河湖文化
中，提升河岸景观品位，将河流打造
成沿岸百姓的精神文化纽带。

初冬，阳光斜照在河面
上，映出一片波光粼粼。即墨
蓝村街道王演庄村的几名村
民，悠闲地漫步在被金黄色落
叶覆盖着的三泉河畔木栈道
上，形成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美
景图。景色美了，来自四面八
方的游客自然多了，周边 10
多个村庄种植的采摘园、农家
宴和民宿等也跟着热闹红火
起来，当地居民日子越过越幸
福。11月21日，早报记者走
进“桃源稻香”乡村振兴示范
区，亲身感受这里正在发生的
变化：蓝村境内的桃湖河、三
泉河将几十个自然村串连在
一起，大片的盐碱水稻、采摘
庄园丰收的景象，映红了蓝村
人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乡村美了游客多了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蓝村街道

办朱家宫庄村禾丰园家庭农场的负
责人袁显顺。

记者：家庭农场对村民有什么
带动作用？

袁显顺：原来这片采摘园种植
了一个大棚的火龙果，不过产量很
小。随着蓝村不断发展，游客增多，
不仅火龙果的种植面积增长了 6
倍，而且价格每斤也卖到了 20 元。
采摘的游客多了，村里开的农家宴
和民宿也跟着热闹起来。

记者：交通越来越便利，如何在
乡村振兴中抓住新机遇？

袁显顺：今年，来村里采摘、住
宿的游客明显增多。明年，村里打
算再发展一批民宿，将我们当地的
农村特色和文旅结合起来，吸引更
多游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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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村火龙果采摘园。

王演庄村民俗文化雕塑。

三泉河沿岸景观。


